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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笔 记

5月30日，巍山县巍山古城钟鼓楼古建筑风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巍山古城
始建于元代，明代改为砖城，面积2.7平方公里，有府城、卫城两个历史文化街区，
至今古风依旧。古城城方如印，街巷分明，有25条街、18条巷，至今完整保留着明
清时期棋盘式建筑格局和古城人文风貌。 ［通讯员 张树禄 陈妍霞 摄］

□ 杨宏毅

随着鸡足山旅游环境的大大改善，
从九莲寺、石梁桥、大士阁、解脱坡、玉
龙瀑布到祝圣寺的登山线路已经渐渐
被人们淡忘。人们游鸡足山，要么是乘
车直接从山门到石钟寺停车场，要么是
从九莲寺到报恩寺，过石梁桥再到苍龙
瀑布、空心古树，从旅游步道直接到祝
圣寺。到鸡足山的次数实在记不清了，
但回想起我最后一次走解脱坡到玉龙
瀑布，再到祝圣寺的登山道路已是近 20
年的事了。

龙年5月19日是第14个“中国旅游
日”，宾川县徐霞客研究会组织“重走霞
客路·奋进新征程”徒步登鸡足山活动，
我们组队参加登山。从鸡足山镇广场
出发，人们一路你追我赶，我和树荣老
师几位“老者”渐渐被甩在后面，几位年
轻的会员只好陪着我们慢慢登山。刚
过石梁桥，前方传来已经有多位登山选
手到了终点祝圣寺，大家小憩后提议，
不如改道先到大士阁，看看古老的合欢
树和枸橙，再从解脱坡到观瀑亭，最后
到祝圣寺。于是大家左转登上石阶，往
大士阁进发。

十多分钟后，几株伞状的古树间，
重新修建的庙宇在绿树间隐约展现，树
荣老师告诉我们，这些古树就是大士阁
合欢古树。

大士阁旧名三摩寺，坐落于鸡足山
象鼻山前，传说是观世音菩萨应化的地
方。据山志记载，大士阁始建于明万历
三 十 三 年（1605 年）, 清 康 熙 十 九 年
（1680 年），僧德海、德寿重修，20 世纪
60 年代被毁，2008 年，印信法师发心于
旧址恢复重建。新建的大士阁，以天王
殿、大雄宝殿、三圣殿为中轴，辅以钟
楼、鼓楼、观音殿、地藏殿、客堂、五观
堂、讲经楼、念佛堂、禅定院等，历时八

年，于2016 年建成。殿宇碧瓦朱甍，飞
檐斗角，庄严典雅。堂舍融合白族民
居建筑特色，照壁天井，粉墙壁画，木
刻砖雕清新雅致，置身其间有入仙家
琼阁之感。

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
霞客三次到过大士阁，并在《徐霞客游
记》中记录了三次。第一次记录在明崇
祯十二年（1639)正月初四的游记中，当
时徐霞客出游过西竺寺前看上山大道，
忆进山时情形：“余前自报恩寺后渡溪
分道，误循龙潭溪而上，不及过大士阁
出此，而行李从此来。”第二次是正月初
九日，徐霞客考察传衣寺后：“渡涧，乃
东上坡，一里而至大道，则大士阁之侧
也。阁倚中支南突之半，其前有坊有
楼，历级甚峻，后为阁，飞甍叠栋，上供
大士，左右各有楼，其制亦敞。乃万历
丙午,直指沈公所建，选老僧拙愚者居
之，命曰三摩寺”，简略记述了大士阁的
规模和历史。第三次是八月二十二日，
徐霞客第二次到鸡足山，进入灵山一会
后，看到山分三支，西支之首，建有接待
寺，东支之首，建有报恩寺，“惟中第二
支，其麓为两溪交会处，夹尖无刹可托，
其上即大士阁中临之而已”。主要说明
大士阁的地理位置。

寺前一些古老的合欢树和苍劲挺
拔耸入云天的柏枝树，都是几百年的老
树了，重新建寺的时候被完整地保护了
下来。据说，在鸡足山，只有大士阁有
合欢树。关于合欢树，还有一个凄美的
传说。合欢树最早叫苦情树，也不开
花。相传，有个秀才寒窗苦读十年，准
备进京赶考。临行时，妻子粉扇指着窗
前的那棵苦情树对他说：“夫君此去，必
能高中。只是京城乱花迷眼，切莫忘了
回家的路！”秀才应诺而去，却从此杳无
音信。粉扇在家里盼了又盼，等了又
等，青丝变白发，也没等回丈夫的身

影。在生命尽头即将到来的时候，粉扇
拖着病弱的身体，挣扎着来到那株印证
她和丈夫誓言的苦情树前，用生命发下
重誓：“如果丈夫变心，从今往后，让这
苦情开花，夫为叶，我为花，花不老，叶
不落，一生不同心，世世夜欢合！”说罢，
气绝身亡。第二年，所有的苦情树果真
都开了花，粉柔柔的，像一把把小小的扇
子挂满了枝头，还带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只是花期很短，只有一天。而且，从那时
开始，所有的叶子居然也是随着花开花
谢而晨展暮合。人们为了纪念粉扇的痴
情，也就把苦情树改名为合欢树了。

进入大士阁，大雄宝殿左右各有几
棵枸橙，据说是明代遗留下来的。大殿
右边枸橙有三株，高 5 米多；大殿左边
三株，高仅 3 米多。几株枸橙历经沧桑
依然枝繁叶茂，翠绿的果实点缀在绿叶
间，生机盎然。宾川在明代就有种植
桔果的记载，明崇祯十二年（1639）正
月十一日，在悉檀寺，徐霞客对山中
的各种植物果实和果脯作了品尝、记
录和描写：“上午，赴复吾招，出茶果，皆
异品……又有桂子，又有海棠子，皆所
未见者。大抵迤西果品，吾地所有者皆
有。”徐霞客对宾川的果品大加赞赏。
正月十五日晚，生病咳嗽的徐霞客依然
感觉难受，就想上床休息，这时弘辨等
长老来邀约一起去观灯，徐霞客与诸长
老过西楼来到观灯处，他对各种灯饰及

环境作了观察记录：“灯乃闽中纱围者，
佐以柑皮小灯，或挂树间，或浮水面，皆
有荧荧明星意，惟走马纸灯，则闇而不
章也。”这里，徐霞客专门记录了桔皮小
灯，为后人留下了宾川桔果的宝贵资
料。几百年来，大士阁寺院几兴几衰，
这几棵橙树依然顽强地生长在这里，见
证着宾川种植桔果的历史。

走出大士阁大门，右转有一条小
道，树荣老师带领我们从这里上坡，跟
随霞客老先生的足迹，继续“重走霞客
路”，走过100多米就来到石梁桥经解脱
坡到玉龙瀑布的老路上，并路而行。由
于没有整修过，这条老路仍然是砂石土
路，比较难走。

不多时，树荣老师说前面就是解脱
坡。在佛教传说中有一个叫解脱坡的地
方，道路比较难行，最有名的就是峨眉山
解脱坡，据说只有从这里开始坚持不懈
地修行，努力追求内心的解脱，才能够达
到心灵的自由和幸福。解脱坡代表信仰
和智慧，激励人们认真做事，堂正做人，
不断追求内心的解脱和超越，去实现自
己的目标。

在这条路上看鸡足山，金顶、天柱
峰在玉龙瀑布的衬托下更显得雄伟壮
观，气势不凡。前方就是观瀑亭，我们
加快了脚步，急于去感受徐霞客笔下

“霁色澄映，花光浮动，觉此身非复人
间”的玉龙瀑布。

踏 访 鸡 足 山 古 道

□ 黄忠

暮春时节，几场绵绵的春雨接连而
至，满目绿肥红瘦，随处落花凋零，正应
了晏殊“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
人”的词句。沘江峡谷的风，开始变得任
性多情，轻轻撩起季节的裙角，拨乱了我
记忆之弦，惹得思绪纷飞。往事如飘摇
的风筝，浮沉不定，拽紧手中的长线，一
点一点搜寻着关于沘江的回忆。

沘江源于兰坪县金顶镇盐路山，小
溪出山，曲曲折折，一路欢歌，由箐门入
云龙境内。云龙最初的县名、江名都与
盐有关系，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设比苏县。白语的盐，即读为“比”或

“宾”，有人记作“沘”或“濞”，因此，有了
一个动人的名字——沘江。沘江白语为

“比骨”，“盐”值倍增，引无数过客迷恋向
往，留下许多动人的传说。

九州之贡盐为首，云龙盐井唐称“细
诺邓井”“南诏盐都”。据清康熙《云龙州
志》记载：“云郡诸山环萃，沘江流于内，
八井相距虽有远近之分，其卤脉皆沿江

结成。”“兹地钱谷无多，惟八井产卤以资
生活。”云龙自古有八个盐井，即诺邓井、
石门井、宝丰井、大井、天耳井、山井、师
井、顺荡井，俗称“云龙八井”。“因井设
治”，明崇祯二年（1629年），知州钱以敬
为方便管理盐务，将州府从旧州迁到雒
马井。由此，云龙进入“以井代耕”的时
代，据清光绪《云龙州志》记载，当时“云
龙八井”共有灶户445户，月产盐127900
多斤，行销保山、腾冲等六州县，月上课
银 1808 两 3 钱 2 分，逐步形成有影响的
盐业经济群落。至今，完整保存有千年
白族古村诺邓、顺荡火葬墓群、宝丰古镇
等，历经岁月洗礼，饱经风雨沧桑，轻轻
揭开沘江神秘的面纱，想悄悄走进沘江，
一睹沘江的芳容。那崎岖盘旋于高山峡
谷的盐马古道，便是沘江条条粗壮的经
脉，“万驮盐巴千石米，百货流通十土奇；
行商坐贾交流密，铓铃时鸣驿道里”是对
沘江最生动的描绘。当时这里往北可达
丽江、西藏，南可至保山、腾冲，东可到大
理、昆明。山间铃响马帮来，赶马汉子来
往穿梭于崇山峻岭间，用马背驮回一座

座繁华的村庄，也驮出一个文明的时代。
旧时有言“进京九千九（里），下省一

千三百九”，这样一个偏僻之地，曾出过
“三个进士、二十三名举人”。素有“云甸
开风第一人”的马锦文，有“滇中儒杰”之
称的黄桂，有勤政爱民的陕西巡抚杨名
飏，林则徐曾撰联称赞“点苍南去钟英
地，太白西来建节天”，还有“云南高校之
父”董泽……耕读传家、崇文尚教之风，
源远流长，犹如飞架于沘江之上的古桥
梁一般，将此岸与彼岸、现代文明与古老
文化相连，使其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云龙归来不看桥”，横跨沘江之上的
古桥达12座，其支流上还有25座，这“国
宝”级别的古桥梁建筑群，堪称“古桥梁艺
术博物馆”。已有两千多年建造历史、堪
称“桥梁活化石”的藤桥，古称“笮”，在唐
人《元和郡国郡县志》中记载：“凡言笮者，
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渭之笮，其大笮、
定笮皆是近水置藤桥处”。桥短情长，行
走其上，晃晃悠悠，时光仿佛停滞，那用深
山老藤编织的爱，一定会更加浪漫而牢
固。横跨于沘江之上的彩凤桥、通京桥为

伸臂式风雨廊桥，信步其上，如穿越时空
隧道，青瓦流年、古朴素雅，镌刻下岁月的
道道木纹。独上廊桥，凭栏远眺，望尽天
涯路。微风拂面，沘水悠悠，长叹岁月流
金。粗重的铁链锁不住时光流逝，如彩虹
般飞架在沘江之上的安澜桥、青云桥为铁
链桥，任百年风雨飘摇，我自岿然不动，立
于桥上，俯视滔滔沘江水，有“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之势。抚古思今，面对“衮
雪”的摩崖石刻，“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豪气扑面而来。
沐浴着柔软的时光，江风轻轻拂过，昔日
繁华的古镇早已沉寂，车水马龙已成过
往。徜徉于荒草丛生的古道，漫步在韵味
悠长的古桥，彷徨在烟火十足的古巷，轻
轻拂去岁月的尘埃。物是人非、恍如隔
世，唯有古风犹在、波涛依旧。

正如丁立梅所说，“这世间，总会有
一些人记得你，就像风会记得一朵花的
香，凡尘来去，莫不如此。”伴着唢呐声
声，闲听一曲“吹吹腔”，丝丝江风，扣人
心弦，捡拾起星星点点的碎片，悄悄临摹
出沘江的样子。

□ 白丽媛

不久前，和同事们下村，开展完工
作后到村老总志华家里吃饭。自从参
加工作后，吃的最多就是外卖或者面
条，每次下村吃饭总是我最期待的事，
总觉得村子里的饭菜就是要更香，但说
不出来香在哪里。

志华妈妈蹲在地上“凑火”，烧得越
来越旺的火塘把整个屋子都烘得暖暖
的，火差不多大的时候，她放上了黑黢
黢的小罗锅，说：“今天吃罗锅饭！”这句
话让我有些恍惚，记忆仿佛随着志华妈
妈的笑声被带回了很多年前……

“快回来！今天吃罗锅饭！”傍晚时
候，奶奶总是系着一个旧得不行的大围
裙站在门口叫唤。每当这时，我总会一
溜烟丢下表哥跑回家。小时候表哥们
总会欺负我，可能当时我是家里唯一的
女孩，性格有些“不合群”，他们都说我
爱赌气，是“怪物”，性格古怪的怪。但
是我没有别的朋友，也只能和他们一起
玩，这时候，家里飘出来的罗锅饭香味
就成了我“解脱”的信号。

奶奶做饭的厨房很小，挂着一个好
像可有可无的电灯泡，微弱的黄光显得
厨房更小了。煮饭用的是柴火或者煤
炭，柴火会有很大的烟子，熏得小厨房
四处都黑黑的，每次听到奶奶被烟气呛

得咳个不停时，我都暗下决心，要给她
盖一个又大又亮的厨房。但小时候的
我更喜欢那个小厨房，因为里面有奶奶
讲不完的故事。

跑进厨房，抬一个旧得发亮的小
木凳坐在炉子边，看着奶奶被烟子熏
得撇开头、眯着眼睛转动那口小罗锅
的时候，我总会不停地咽口水。“要四
面都烘到，那样才有锅巴，你爸最喜欢
吃罗锅饭里面的锅巴了……”“我也爱
吃！我也爱吃！”我总会激动地和奶奶
说，总觉得这样的共同点会让长久不见
的爸爸离我更近一些。那时候我大约
六七岁，我想我得认真看，学会了可以
做给爸爸吃。

煮罗锅饭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尤
其在饭快熟的时候，要不停地转换锅
底，才能保证不糊锅但又有薄薄脆脆的
锅巴，奶奶总是很有耐心。

打开盖子，白色的蒸气扑面而来，
脸上会突然暖暖的，心里也是。一人一
小碗，拌上一点奶奶自己腌的腌豆腐，
又辣又香。

今天，志华妈妈的罗锅饭又让久远
的记忆涌了上来，那股锅巴的香味和小
时候一模一样，眯着被熏得睁不开的眼
睛扒拉柴火的志华妈妈和奶奶当时也
一模一样，我顿时明白村里的饭香在哪
里了！

□ 陆向荣 范建伟

在巍山古城城东3公里处，有座山
叫灵应山，山中有双塔坐落在松柏之
间，挺拔俊俏，通体灰白，被誉为“浮屠
削玉”。而这一形象生动的称谓就来
自曾在双塔后圆觉寺里攻读过的明代
廉吏、北京都察院御史雷应龙。

雷应龙，字孟升，号觉轩，明代蒙
化府人。雷应龙从小失去父亲，家庭
贫穷，由母亲和哥哥雷应阳抚养成
人。雷应龙自小勤奋好学，但因家境
原因，无力入私塾读书，只好经人说情
到圆觉寺里去寄宿就读，《康熙蒙化府
志·寺观》记述了这事：“弘治间郡人雷
应龙读书于此。”

经过一番奋发努力后，雷应龙先于
明弘治十七年（1504）在云贵乡试中
考 取 举 人 ，十 年 后 ，在 正 德 九 年
（1514）考中进士，两年后，朝廷授予
他福建莆田县知县一职。他在任时
间，“询隐励操，以古循吏自期”，自励
要效仿古代儒家奉公守法的规范来
对自己进行约束。

雷应龙在莆田任上六年，梳剔政
事，日夜操劳，提出了八条禁令，教化
民众，拆毁供奉鬼怪的祠宇八百多处，
仅留下祭祀文天祥和其他诸先贤的寺
宇让人们供奉，以隆道化（布政莆田方
良永《雷侯去思碑》）。经过他在任六
年的治理，莆田县社会环境大为好
转。他因治理莆田有方，政绩斐然，深
得民心，于正德十六年（1521）擢升浙江
道监察御史。

御史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官职，它
的职责是专门对地方官吏进行监察纠
举的事宜，督查那些朝廷和地方官的
言行政绩是否做得合乎朝纲。这是一
件非常难做好的事情，是得罪人的一
个差使，它需要从事这项工作的官员
首先得正直无私，刚正不阿，才能做到
勇敢无畏，造福于民。雷应龙任御史
职务的时间最长，他在这方面作出的
成绩也是非常突出的，给后人留下了
楷模的形象。

雷应龙在浙江道御史任上，恰逢

母亲去世，他回乡奔丧服阙，期满后，
他马上回京，朝廷改任他为广东道监
察御史。在任期间，他依然是“首疏法
尧舜，省无益，厚民俗，趋弊政，察奸欺
等事”，深得百姓的爱戴。随后，他又
升任北京都察院御史职务，上任伊始，
他就“巡视光禄寺，则疏省无益，以昭
圣德；巡视中城，则疏厚为民俗，以重
根本；去弊政，以纾民困；察奸欺，以隆
君道”，为巩固和加强明王朝的统治，
他大胆采取了许多锐意改革的措施，
受到嘉靖皇帝的赏识和重用，也时常
遭受奸人的嫉恨和报复，而这也更坚
定了他兴利除弊的决心。

嘉靖五年（1526），皇帝又命雷应龙
去两淮当任御史，纠劾地方贪官污吏
和屯集食盐的奸商，清查地方弊案，
两淮的贪官污吏和盐商一听到雷应
龙的名字，都收敛起贪赃枉法、鱼肉
百姓的恶行。雷应龙所到之处“清积
弊，豪强敛迹”。

后来，嘉靖皇帝日益沉醉于酒色，
不理朝政，宦官就更加专权，有恃无
恐，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水旱灾害，弄得
百姓苦不堪言。雷应龙看到此等现
象，为了重振朝纲，治理国家，安抚百
姓，他向嘉靖皇帝上了八条奏疏，即

“务实学，亲大臣，放宫人，去无益，正
礼乐，改编发，宥罪谪，均赋役。”八条
奏疏涉及到国家政权的方方面面，体
现了雷应龙治理国家的思想水平。

但是，此时的明王朝已经处于岌
岌可危的腐朽时期，雷应龙的治国良
策已于事无补了。一次，雷应龙到扬
州巡查，朝中有个大官趁他不在之机，
假借皇帝的名义到民间搜刮财物，他
得知此事后上奏皇帝要求快速查办此
人，可朝中专权的奸臣不但不上报，还
包庇纵容此人。雷应龙得知消息后，
一气之下，郁闷成疾，久久不能释怀，
终因恚愤而死于扬州的官署中。

雷应龙去世后，他的遗体被送回
蒙化，安葬于县城东南的鸡鸣山上，位
于今黄栎嘴水库的东面。《明吏》里郎
中张志淳称他是“可谓真御史”，就是
对他绝佳的评价了。

风 从 沘 江 来

一代廉吏雷应龙

罗锅饭


